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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翔猝死背后AED的尴尬：4年内曾救回8人性命 但缺 口依旧很大 有人不会用有人不敢用

距离“黄金四分钟”的救治要 求，我们还有多远？

台湾艺人高以
翔的突然离世令人
惋惜，也令AED（自
动体外除颤器）再次
被热议。AED，被称
为生死一线的“急救
利器”，是否真正走
进普通市民的生活？

记者了解发现，
尽管近年来院前急
救、心肺复苏（CPR）
等急救常识已走入
大众视野，申城AED
的推广也走在了全
国的前列，但是不少
大型商圈、地铁等公
共场合，仍难觅AED
的身影。公共场所
AED 的普及，距离

“黄金四分钟”的救
治要求仍相距甚远。

“AED设备的推
广，确实能够提高救
治的成功率，但推广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
能的普及也非常重
要。”上海市红十字
会赈济救护部救护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鼓励每个人
都能学会急救知识
与技能，培养急救意
识，真正做到“人人
学急救，急救为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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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凌晨，台湾艺人高
以翔在录制浙江卫视综艺节目
《追我吧》时晕倒，经抢救无效去
世，年仅35岁。后节目组声明称，
医院宣布高以翔心源性猝死。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显
示，中国心源性猝死发生率为
41.8/10 万人，年发病人数超 54
万人。而两年后该报告进一步显
示，心源性猝死占心血管病死亡
的50%以上。

事实上，通过AED对心源性猝
死患者进行院外救助能有效防止
悲剧发生，4分钟内对心搏骤停者
进行复苏抢救，成功率可达一半
以上。

这种被称为“急救利器”的
AED，到底是什么？据介绍，AED是
一种便携式医疗设备，全称是自
动体外除颤器，可以自动分析心
跳、呼吸骤停伤患的心电图，并在

需要除颤时给予电击，被称为心
脏骤停急救中不可或缺的“傻瓜
式神器”。

心脏性猝死发病突然，常常
难以在“黄金时间”内获得医院
专业救助，由此AED 设备重要性
凸显。当患者心跳骤停时，心肌
常出现不协调点活动，即心室颤
动，AED 则通过对心脏进行规律
电刺激以终止心室颤动，恢复心
脏功能。相比于医院用电除颤
仪，AED 设备的最大特点在于便
携和易操作，适用于非专业救助
人员。

2016年《新英格兰杂志》发布
研究显示，接受过AED救助的心脏
病患者高质量存活率是没有接受
AED救助患者的约两倍。

不过，在中国，即便是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AED设备普及率
仍然较低。

2015年 9月起，上海市红十
字会宣布启动试点设置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公益项目，这些AED
逐步设置于机场、轨道交通、商
场、学校等地。

4年过去了，如今这些AED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市民们的视线
中。截至目前，在上海，市红十字
系统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投放
了超过1400台 AED；此外还有不
少单位、学校自行采购配备了
AED。

“这些 AED 确实派上过大用
场，至今这些设备共使用过 16
次，救回了8人性命。”上海市红十
字会赈济救护部救护项目主管张
爱平告诉记者。

2017年，沪上某所高校一名
大四学生在参加学生体质测试
时，突然倒下心脏骤停。当时这
名学生瞳孔散大、意识丧失、无自
主呼吸，几秒钟预判后，校医当即
决定对其实施人工心肺复苏抢
救，并让同事赶紧拨打120，同时
取来了AED。在AED的辅助下，校
医对该学生进行了急救，大约3分

钟后，机器显示屏上显示正常心
电图波形，这名学生恢复窦性心
律。随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这
名学生送往了附近医院进行治
疗。当晚10点左右，该学生在医
院的进一步抢救治疗下恢复意
识、苏醒过来。

AED救人并非个例。
2017年，一名26岁男乘客因

心脏、呼吸骤停，晕倒在9号线车
厢内，地铁广播第一时间寻找到
具有医护资质的好心市民，经心
肺复苏和及时使用上海市红十字
会在世纪大道站内设置的AED进
行除颤，男乘客得到及时抢救。

同一年，在上海浦东机场T2
航站楼检疫检验通道，一名60岁
加拿大人突发心颤摔倒，随行乘
客随即取来AED对其进行抢救，病
人除颤后苏醒，后被送往附近医
院观察治疗。

就在今年 11 月 10 日，上海
虹桥火车站内，有一位30岁左右
的年轻旅客心脏骤停，持续的心
肺复苏和及时的体外除颤让其脱
离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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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而言，上海的AED数量
相对较多，但也仅仅是对全国平
均水平而言，每十万人AED的配比
不到10台。而在美国等发达国
家，每十万人 AED 的配比超过了
300台。

“从最理想的状态而言，在人
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应于4分钟内
取用到 AED。”张爱平告诉记者，

“黄金4分钟”是业内认可的最佳
救援时间。患者倒地后的“黄金4
分钟”内越快进行心肺复苏（CPR）
并配合AED设备，越能提高猝死者
的生存率并改善预后情况。理想
情况下，商场、地铁站、机场、高铁
站等公共场所都应该配备AED设
备，但目前国内实际AED设备配置
情况却远远达不到要求。

虽然被称为“急救利器”，AED
在国内的推广却困难重重。记者
了解到，目前在国内，尚未相应文
件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必须配置
AED，相关政策也均以“鼓励”为主。

“几年前，我们在安装的过程
中，一些单位机构并不愿意接收
AED。”张爱平说，一方面，安装AED
会涉及定期检查、管理与人员的
投入；另一方面，单位还会担心相

关人员培训等麻烦。更关键的
是，他们会担心配备了AED，万一
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把人抢救过
来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很多单位
认为，“院前急救都要等120来，
我们是非专业的，也干不了急救
这回事。”

张爱平告诉记者，每次AED上
热搜，依旧是以猝死事件发生为
前提。事件热度一过，大家又将
此事搁置一边。

“不过，这些年这个现象已经
慢慢在好转”，张爱平坦言，随着
宣传力度的加大，大家急救方面
的意识正在加强，现在还会有单
位主动来咨询要求安装AED。

为了保证申城这些已经安装
的AED能够正常运作，除了AED厂
商的日常检查外，两年前市红十
字会还成立了一支志愿者服务
队，每季度对上海的 AED 设备巡
检，50 岁的蒋菁就是其中一员。
2017年 6月，正是蒋菁在世纪大
道站成功救下一名20多岁的心脏
骤停男子。此后，她成了志愿
者。在巡检的过程中，令大家欣
慰的是，目前上海的这些AED设备
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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